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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氣體修飾及真空包裝法保鮮試驗

陳聰松﹒藍怠玲﹒馮貢國

Fresh preservation of Small Abalone ( 活動必,//$

d 多@信吟�A1r) with Modified Atmosphere
and Vacuum Packages

Kung-Kuo Feng, Huai ﹒ Ling Lan and Tsong-Song Chen

To understand the quality changes during storage by modified atmosphere

(MA) system in seafoods, cultured small abalone (Haliotis diversicolorJ was used

as raw material in this study.

Small abalone were packaged in high barrier film flushed with α丸 , N2 and

vacuum then stored at 5 and 一 IODC for 8 and 20 days, respectively. Aerobic

plate count (APC),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VBN) and K-value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cking with modified atmosphere in different

gases had no significant d�fference between those stored at 5 and -10
� C.

- .

at 5
� C and over 3 weeks at 一 1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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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易接微生物利用、繁殖 '
使水產品遭致腐敗。一般生鮮水產

物利用低溫來保存 , 被公認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 若欲將水產晶長期保存 , 固然可依冷凍方式達成 , 然

而 , 冷凍過的水產晶 , 由於冷凍變性在解凍時流出滴液 ( drip) .致味覺較差 , 故其售價通常鞍泳聽

生鮮晶差很多 , 且冷凍設備控資龐大 , 影響生產成本。

冷臟水產品雖然通常鮮度及晶質均較冷凍晶為擾
, 但是 , 僅依靠冷藏之方法 , 往往無法達成吾人

所需之有致時存期 , 因此需需求其他方法配合 , 以期延長水產品之時存期限。

氣體修飾系統 ( Modified Atmosphere System. 簡稱 MA) 較氣體控制系統 ( Con t rolled At

suhere System. 簡稱 CA) 易於寵業化叫 , 另外 , 還氣性低的包裝材料 , 逐漸改進、聞發 , 促

使氣帥飾一裝成為研究發展的新焦點 t 的。雖然 MA 時藏法仍存在著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 但仍有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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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學者認為 MA 是一種相當具有發展潛力的保存方法。

基於上述理由 , 本試驗以具高經濟價值的九孔為原料 , 配合 MA 系統及傳統的冷藏方法 , 進行保
鮮時藏試驗 , 俾便瞭解 MA 系統應用於延長時藏期限之故果

(3)( 的。

材料與方法

一、原科 :

本試驗所用之九孔 (small abalone, Haliotis divflrsicolor ) 樣品 , 係揖自宜蘭縣頭揖鑽海寶九
孔養殖場 , 攜罔研究室後 , 先蓄養於鹽度 32 --35pp 色的海水中。另將種紫外線殼菌過之海水 , 以
BGLB 五管式擴捌其水質 , 確認大腸菌群反應為陰性 , 將九孔分別蓄於過讀水中 , 淨化二日後 , 供試
驗分析用。

二、前處理 :

1. 將九孔蓄養於經紫外撞殼商後之海水中 , 每天固定換水一吹 , 經過二天後將九孔以清水神說二
分鐘 , 以 5'C 之混水 ( 大腸菌群陰性 ) 預冷即殼。

且將預冷使之九孔以二個為一組 , 封入 PE 袋中做為供試晶 , 其作業方式分別為真空包裝 C A)
, 充填二氧化碳 (B), 克填氮氣 CC)oB 及 C 之克填作業 , 係以真空及氣體置換包裝 , 自動克填
方式 , 其方法即是先行將袋內空氣抽出逼真空狀態後 , 分別灌入 100 % CO 軍及 1009 屆 Nz , 待體積達
飽和後 , 自動封口 , 將三組分別置於 5 士 0.5 'c 及一 10+0.5'C 之恆溫箱中 , 並以一定時間間隔捌其
總生菌數 C APC ) 、鮮度之變化及官能檢查。

三、鮮度及晶質之祖u定 :

1. 揮發性鹽基鸝氮 C volatile basic nitrogen, VBN ) : 將供試晶研磨、均質後 , 稱取 2 g 武料
, 添加 16 mt; 蕪餾水 , 再均質 30 秒鐘 , 而設加λ 2 mt 20 % TCA 使蛋白質況激發過濾即為供試散。

取供試被 I mt 依 Conway 民徵量擴散法捌定。

Z 總生菌數 C aerobic plate count, APC) : 取細碎樣﹒晶 10 g 添加 90 mt 無窗生理食鹽水 , 均
質 1 分鐘後 , 以 10 倍稀釋法稀釋至適當濃度 , 而後用營養洋藥 C nutrient agar) 作混稀培養 C pour
plate culture) , 在 35 'c 下培養 24 -- 48 小時 , 計數其菌落數 , 則為總生菌數。

3. 三磷酸腺接管酸 C adenosine triphosphate) 及其關連物質 (1)(') 的 E 的 E 的 (10) :
(1) 抽出 : 依內山氏之方法 (1)(') ,

即取細碎試料 2 g , 加 5 % PCA 10 mt, 均質、通心分離後
, 取上渣纜 , 沉澱再以 5 % PCA 反覆抽出二故。灑被以 5 N KOH 調整 pH 至 6.0 , 玩搬過氯酸餌 , 再
經離心 , 敢上澄被定容至 100 mt 作為供試散。

(幻分析方法 : 以 HPLC C Shimadzu SPD-6A system )- 分析。逆相層析管使用 Merck RP ﹒ 18
, 餒衝敢為 0.05 M KHzP04-KzHP04 C 1 : 1 pH 6.8 ) , 流連 1.0 ml/min ; 積出渡長為 254 nm 。

分析前 , 供試被先以 0.45 μm 爐膜過種 ; ATP 、 ADP 、 AMP 、 IMP 、 HxR 及 Hx 等標車晶皆為 Si ﹒

gma 公司產晶。

4.K 值之計算 (11)
: 標單晶配置適當之濃度 , 分別製作標準曲鶴 , 濃得該苦酸攔迫物質絕對濃度

, 再依下式求出 K 值。

K 值 =
HxR + Hx

A TP + ADP + AMP + IMP + HxR + Hx
X 100 %

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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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經 20 天暗藏 , 脖藏期間分別進行鮮度測定 , 所得結果如下 :

一、總生菌數的變化 :

括九孔之整個貝肉 ( 包括內騙 ) 總生菌數為 1.2 X 10. CFU 旬
, 各試駿組在 5 'c ftT 藏 8 天及一 10

℃置于藏 20 天 , 其總生菌數並設有增加 , 且均低於 105 CFU/g , 合於食品衛生標準。由表 1 、表 2 之

結果 , 真空包裝、充二氧化碳及充氮包裝 , 其總生菌數都不高且無增加之趨勢。而在相同條件下 , 上

述三組間彼此並無明顯差別 , 此與 Wang and Brown 及 Villemure
(1 月 (13) ,

生鮮魚類在高濃度 CO2 下

脖存 , 徵生物之停滯期可延續至6--10 天之報告略有不悶。

二、揮發性鹽基態氮的變化 :

同一種水﹒產物 , 當鮮度不同時 , 其 VBN 亦會隨之改變
, 大致上 , 鮮度下降 , VBN 升高 , 星反比

之過勢。若以 VBN 為鮮度指標
, 達 10 mg �臨時有異味產生肉質已瞳徵分解。九孔脖藏於不同溫度及

不同氣體環境下其 VBN 變化如衰 3 、衰 4 所示。

表 I

Table I

5 'c ftT 攝下氣體置換對九孔生菌數的影響
Changes of APe (CFU I g) in 8D 姐II abalone with modified a 值的 sphere package

stored at S'C.

氣體館飾

ftT 藏日數 ( Days) 真 空 ( Vacuum)
三氧化碳 ( CO z)

o 1.2 X 10. 1.2 X 10.

2 5.9 X 103 1.2 X 10.

4 1.2 X 10 ‘ I.2X 10.

6 4.1X 103 1.0 X 10.

7 7.6X 103 4.8 X 103

8 7.0XI0' 2.6 X 103

10 4.5 X 103 5.4 X 103

MA

氮 ( Nz)

1.2 X 10.

5.3 X 103

6.6 X 10.

6.9 X 103

6.1 X 103

3.2 X 103

3.3 X 10'

表 2

Table 2

一 10.C 骨藏下氣體置換對九孔生菌數的影響

Ch.,ges of APC (CFU/g) in small abalone with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e

stored at 一 IO.C.

氣體修飾

置于藏自數( Days) 真 空 ( Vacuum)
二氧化酸 ( COz)

o 1.2 X 10. 1.2 X 10.

4 1.3 X 105 1.6 X 10.

8 7.4 X 103 3.8 X 103

12 3.5 X 103 1.6 X 103

16 7.9 X 10' 1.1 X 10.

20 4.4 X 103 2.0XI0'

MA

氮 ( Nz)

1.2 X 10.

1.7 X 10.

6.0 X 10'

1.3 X 10'

1.0 X 10.

9.1 >< 1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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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able -3

5 .C
1fT 藏下氣體置換對九孔 YBN 的影響

Changes o{ VBN ( rng % ) - in small abalone with n 盼dined
-

a�osphere package

stored at S'C

氣體修飾 MA
即藏日數 ( Days) 真 空 ( Vacuum)

二氧化服 (CO2) 氮 ( N2)

O 3.05 3.05 3.05

2 5.01 5.23 3.86

4 5.92 6.19 6.19

6 8.26 11.02 14.60

8 12.40 12.40 22.04

10 26.19 19.29 39.95

表 4

Table 4

一 10 'c 時藏下氣體置換對九孔 VBN 的影響

Changes of VBN ( mg %) in small abalone with modified atmo 旬,here package

stored at - lO'C.

時藏日數 (Days)
氣體修飾 MA

真 空 ( Vacuum)

二氧化碳 ( CO2) 氮 ( N2)

o 3.05 3.05 3.05

4 5.24 5.37 4.68

8 9.61 7.16 8.26

12 11.02 10.19 10.45

20 18.34 12.95 16.53

時藏於 5.C 及一 10.C 時 , 各組試料隨時藏時間增長 , YBN 值均星規律性增加。在 5'C 脖藏時 ,
真空包裝組、含二氧化碳包裝組及含氮包裝組 , 其時藏期間分別為 8 、 8 和 6 天 ; 一 10 'c 均可時聽

20 天以上。各組在相同蝶件下 , 相互間並無明顯差別 , 但以溫度鼓應較氣體致應對 VBN 之影響凍得
大。

三、 K 值的變化 :

K 值之定義 , 是測試水產物中嚴管酸物質經酵素裂解 ( degradation) 作用的產物 inosine (HxR
) 及 hypoxanthine- ( Hx ) 之參寡 ,

來對定其新鮮興 :a 的方法。當九孔死後 ,
其體內三磷酸跟該管經

醇素作用開始裂解 , 其產物常被當做酵素性的鮮度指標 , 揮發性鹽基態氮則屬於細菌性的指標。九孔
之K 值鮮度指標與一般魚肉略有差異 , 當達 10 %以上時已達初期腐敗程度 (14) .如表 5 所示 , 時藏
針 5 'c 之九孔 , 隨時間而 K 值有明顯增加 , 當第 8 天時 K 值已超過 10 %之初期腐敗 , 在時藏過程中

, 同一條件下 A 、 B 、 C 三組都明顯增加 , 但是在 5'C 中各氣體修飾下真空包裝、合二氧化碳包裝及

含氮氣包裝 , 三種處理方法 , 對九孔保鮮則並無顯著不同。
在一 10 'c 的時藏中由表 6 可知 ,K 值亦隨時間的增長而增加 , 三組均可時藏至 20 天以上 , 且同

一慷件干三試躍華蓋真並不明顱 , 而在整個時聽過程中 , 推捌溫度對酵素的抑制作用 , 遠大於氣體修蜘作用。
i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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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1fT 藏下氣體置換對九孔 K 值的影響

Changes of K value (%) in small abalone with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e

stored at S'C.

氣體位飾 MA

聆藏日數 (Days)" 真 空 ( Vacuum)

二氧化碳 ( CO2) 氮 ( N2)

O 1.66 1.66 1.66

2 3.45 4.46 3.87

4 5.06 8.84 9.94

6 13.90 13.88 12.36

8 17.98 26.77 21.28

表 6

Table 6

一 10 'c 脖藏下氣體置換對九孔 K 值的影響

Changes of Kvalue (%) in small abalone with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e

stored at 一 10 'C.

氣體值飾 MA

時藏自數 (Days) 真 空 ( Vacuum)

二氣化服 (CO2) 氮 ( Nz)

O 1.66 1.66 1.66

是 4.55 4.49 3.50

8 6.70 6.43 6.50

12 7.45 7.78 7.85

16 8.96 9.03 9.45

20 10.95 12.36 12,87

四、官能檢查 :

時藏於 5 'c , 每天分別就九孔之內臟、肉質彈性及嗅覺等進行官能檢查 , 結果如衰 7 所示 , 經 5

天時藏各組均無多大差異 , 至第 3 天雌性內臟由原來豬肝色變為黑色
, 肉質彈性變成柔軟 ; 至第 5 天

四組均有精液 ( d 削產生 , 二氧化碟及氮氣充填二組均有輕徵不良氣味 ; 至第 6 天間辦產生明顯
氣味 , 二氧化碳及氮氣充填二組內臟略有破裂 , 且不良氣味增強。

摘 要

於 MA 系統中 , 使用 100 % CO 2 ' 100 % N 2 和真空包裝對九孔進行保鮮試驗 , 結果如下 :

1. 九孔在 5'C 脖藏 8 天及一 10 'c 置于藏 20 天 , 其總生菌數並沒有增加 , 且均低於 105 臼V/g' 符

合於食晶衛生標準
(1)

。

Z 各氣體 (裝飾時藏組於 5'C 及一 10'C 之九孔 , 隨時藏時間增長 VBN 成規律性增加 , 各組在 5 'c

時藏時真空包裝組、合二氧化服組及含氮包裝組之時藏期間分別為 8 、 8 和 6 天 ; 一 10 'c 均可時藏

20 天以上。

3. 真空包裝組、含二氣化碳及含氮包裝 , 在相同條件下 , 三組相互間並無興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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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鮮九孔經氣體置換後 , 時於 5
�

C 持之官能檢查結果

Table 7 Organoleptic test of freshness in small abalone with modified atmosphere pa ﹒

ckag e stored at 5 �C.

時藏日數 含 氣

Air

包 裝 真

Vacuum

空 二氧化碳

CO2

氮 氣

Days package N2

O 雌性九孔內臟星豬肝色 , 雄性略帶黃色 , 肉質
彈性及嗅覺均良好。

同 左 同 左 同 左

1 雌、雄內臟均無變化 , 肉質彈性及嗅覺均良好 同 左 同 左 同 左

2 向 上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3 內臟變暗黑色 , 肉質彈性及嗅覺均良好 同 左 同 左 向 左

4 內臟呈暗黑色 , 彈性變軟及嗅覺均良好 同 左 同 左 同 左

5 有滴液產生尚無不良氣味 同 左

有滴被產

生稍有不

良氣味

同 左

6 稍有不良氣味 同 左
內臟略有

破裂
同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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